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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桂军 赵冲

8年步行1700公里为钢轨把脉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饶继猛 文/摄

在北京密云消防支队的 “理
发室” 里， 一位穿着迷彩的青年
“理发师” 打开他的工具箱， 拿
出围布给正襟危坐着的战士披上
后， 便开始为其理发。 只见剪刀
在他手中轻盈飞舞， 虽然只是剪
个板寸头， 但他仍十分投入， 认
真修剪每一处乱发。

这位青年 “理发师” 就是密
云支队战士席晨， 上士警衔。 在
入伍前他学过一点点 “洗吹剪”
皮毛， 想不到竟结下不解之缘。
时隔八年， 他重操旧业服务全支
队官兵， 成了消防队里的 “行家

里手”。 “能尽己所能为身边的
战友服务， 虽然有时候忙点， 也
是忙得 ‘不亦乐乎’。” 席晨说。

说起重操旧业也有原因。 他
在密云当兵已经满8个年头， 出
去理发时发现价格飞涨， “以前
理发也就10块钱， 现在涨到了35
块。 平时和战友们一起聊天， 也
时常听到抱怨 ， 都觉得挺贵 。”
席晨算了一笔账， 队里每人几乎
一年都得理发20次左右， 外出理
发每次需要35块， 如果能为战友
们理发， 这样下来一年也能为战
友们省下一大笔钱。

有了想法他就立刻行动。 今
年年初， 他就开始张罗， 一面镜
子、 一把椅子、 一把梳子……就
这样支队里的 “临时理发店” 成
立了。 他为战士理发的工具也十
分简单， 椅子、 镜子是现成的，
只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他自己掏腰
包花180多块钱从网上买来的。

吃过晚饭 ， 他就接到四个
“订单”。 忙完了前三个， 他迎来
了他的班长， 也是当天晚上的第
四个 “预约客户”。 多年以后重
操旧业 ， 虽然显得稍微有些生
疏， 但他的动作还是有模有样。

毕 竟 是 8年 没 碰 这 把 “刷
子”， 随着电动推子 “咔嚓咔嚓”
声声作响， 豆粒大的汗水也顺着
他的脸颊往下流， 直到把头型剪
完， 把落在战友脖子里的碎发整
理掉， 他才转身拿起一旁的毛巾
擦了擦汗。

因为他重操旧业， 给战友们
省去了很多麻烦 ， 不用请假外
出 ， 就有了自己的 “专属理发
师”， 战友们纷纷为他点赞。 即
使放下８年的理发技能显得不那
么娴熟 ， 但战友们都很乐意找
他， 还尊称他为 “席师傅”。

新兵时席晨就常帮助战友理
发， 只要别人有需要就会帮忙，
如今重操旧业， 战友们更提出以
他为榜样， 学习他助人为乐的精
神 。 他却打趣说要成为行家里
手 ， 还需要战友多下 “订单 ”，
“熟能生巧， 这样才能更好地服
务于全支队198名官兵。”

旷野外， 寒风中， 骄阳下 ，
风雨里， 一位80后姑娘， 用近8
年时间与钢轨对话 ， 为钢轨探
伤， 把最美年华奉献给祖国铁路
建设。 她就是中铁十七局集团铺
架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唐曹铁路
项目探伤工关改玉。 今年， 全国
妇联授予关改玉 “全国三八红旗
手标兵” 荣誉称号。

瘦弱姑娘的“探伤”之缘

“探伤 ” 就是给钢轨做 “B
超”， 由探伤工背着十几斤重的
精密仪器， 逐一对钢轨焊接接头
处进行质量检测 ， “揪 ” 出病
害 ， 根据损伤情况及时采取措
施， 确保每个焊点符合标准。

一份男人都觉得辛苦的工
作， 1988年出生的关改玉一干就
是8年。 “我报考探伤工就是不
愿意坐在办公室 。” 关改玉说 。
2009年7月， 大学计算机专业毕
业的她进入中铁十七局铺架分公
司海东项目部办公室工作， 了解
到公司急需探伤工便主动请缨参
加国家级探伤工培训， 并以总分
第一的成绩成为中铁十七局首批
获国家资格认证的探伤工之一，
打破了男性垄断该行业的惯例。

“新手上路一般是从简单开
始， 而我直接从困难模式起步。”
关改玉回忆， 2009年海南东环项
目开工时正处夏季， 被太阳暴晒
的钢轨温度超过60摄氏度。 她作
业时每天得背着十多斤重的仪
器， 在铁路沿线逐一检测钢轨焊
头， 不断流下的汗水蜇得她眼睛
火辣辣地疼。 为求准确， 她经常
需要跪在道砟、 枕木上核对两到
三遍， 一跪就是20多分钟， 接着
再走几百米蹲下探伤。 在无遮无
掩的线路上， 她一走就是四五个
小时 ， 一天下来 ， 双腿酸软无
力 ， 膝盖和肩膀常常被磨破磨
肿 。 加上500米钢轨运输困难 ，
只能用当地生产100米的钢轨 ，
让工作量加大了五倍， 可她没有
叫苦叫累， 和同事白天黑夜连轴
转， 圆满完成了探伤任务。

8年步行1700公里探伤

近8年来， 关改玉先后参与

了海南东环、 京沪高铁、 邯黄铁
路、 张唐铁路等8项国家、 省重
点铁路工程探伤作业， 累计步行
1700余公里以上。

作为工地唯一的女同志， 野
外工作条件的艰苦和需要克服的
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上厕所
不方便， 关改玉只能少喝水。 实
在渴得难耐就含上一口水润润嗓
子， 过后再吐掉。 她还自编了顺
口溜： “守住两根轨， 迈开一双
腿， 不敢多喝水， 基本不张嘴”，
时间一长， 她嗓子发炎， 身体也
开始脱水， 可却依然一步步检查
着焊点， 就这样坚持了仨月。

京沪高铁施工时， 关改玉要
在高架线路上探伤， 每天至少攀
爬3趟20多米的高架梯。 她克服
恐高症障碍， 硬着头皮， 一步一
步往上挪， 最终通过验收。 津秦
铁路夜间大会战， 每天产生24个
到40个焊头， 她每天下午五点多
上班， 次日早七点多下班， 高峰
时每天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一连30个晚上。 邯黄铁路探伤作
业中， 她克服严寒、 风烈等极端
天气， 在零下10多摄氏度下徒手

探伤。
“我近8年说的话都比不上你

们一年说的话多！” 在长期的探
伤工作中， 关改玉忍受着难言的
孤寂 、 恐惧 。 在荒无人烟的野
外， 只有呼吸声伴随着自己的脚
步。 在海南东环铁路作业时， 路
基两侧植被茂盛， 经常有野狗出
没， 关改玉实在害怕了就大声唱
歌。 在汉宜铁路施工时， 受轨温
限制 ， 关改玉经常得在夜间工
作， 那里沿线散布着大量墓地，
晚间施工除了她和同事手电筒的
微光， 周围一片漆黑……她鼓励
自己， 并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
生理和心理困难， “曾经老铁道
兵在战火纷飞、 荒山野岭中修铁
路、 架桥梁， 身为中铁十七局新
铁军的一员 ， 我深感光荣与自
豪， 吃点苦算不得啥！”

刻苦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探伤是个精细活儿！” 关改
玉从电工包里取出探伤仪 、 机
油、 刷子等工具， 先把焊缝附近
用刷子刷干净抹上机油， 再用探

头细细检测钢轨的轨底、 轨腰、
轨头等部位， 不放过丝毫瑕疵。

刻苦钻研的关改玉练就了一
双 “火眼金睛 ” ， 经她检测的
8000多个焊头， 准确率都在95%
以上， 成了 “女神探”。 她先后
总结出 “心里稳、 移动慢、 坚持
看 ” 工作法 ， “看关键 、 看重
点、 看本质” 工作要领和 “一看
波形显示、 二看探头位置、 三看
轨道状态” 工作技巧， 有效避免
误判漏检的发生。 技术熟练后，
检查一个焊点， 她几分钟就能搞
定了。 根据探伤仪显示的波形，
她能准确判断焊轨质量是否合
格， 保证检测准确率， 在路局多
次复测中均赢得较高评价。

特殊职业让关改玉养成爱
“较真” 的脾气。 一次夜间工作，
一个焊头被检测出伤损， 她立即
找到工班长要求重新焊接。 看到
工班长不想返工， 作为焊轨队一
员的关改玉当然知道大家的辛
苦， 可是当她想到工程返工会给
公司造成的损失和将来有可能给
列车运行埋下隐患时， 就坚决要
求整改， 耐心做完解释工作， 最
终同事进行了重新焊接。

随着中国高铁飞速发展， 建
设标准也越来越高， 她也积极向
高铁探伤技术的最前沿挺进， 调
整探伤工艺 ， 探索新的探测方
法， 提高精准度和工作效率。

引领 “工匠孵化室” 创新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全国三
八红旗手、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关改玉获得了种种荣誉。 中
铁十七局命名其为 “十七局工
匠”， 号召全集团职工向她学习。

中铁十七局铺架分公司成立
了以关改玉为带头人的 “铺架工
匠孵化室 ”。 在关改玉带动下 ，
“工匠孵化室” 吸纳了焊轨、 大
机养 、 架梁等5支专业架子队 ，
100余名技术工人。 借助这个平
台， 关改玉带领大家精选课题专
项研究， 大胆创新， 研究领域从
钢轨探伤向设备工艺 、 施工方
法、 施工技术等方面延伸。

她牵头成立国内高铁建设中
首个由焊接、 打磨、 正火三个不
同焊轨工序组成的课题组。 “钢

轨焊接质量要么行， 要么不行，
每 个 焊 头 都 要 达 到 100%的 标
准 。” 凭借这份对技术的执着 ，
她与课题组进行首次技术攻关。
3个月后， 由她主笔的 《探伤伤
损形成机理及控制方法》 诞生，
该课题经中铁十七局鉴定， 已经
在该集团广泛应用推广。

据统计， 关改玉牵头的 “铺
架工匠孵化室” 申报国家专利6
项， 形成工法4篇、 优秀科技论
文4篇； 3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认
证， 1项工法获得中国铁建二等
奖。 同时， 他们形成5项合理化
建议， 创造经济价值420余万元。

做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

2016年下半年， 关改玉被中
铁十七局铺架分公司选为工会副
主席 ， 成了职工群众的 “娘家
人”。 同时， 她在该公司唐曹项
目党工委的长期培养下， 成为了
一名预备党员。

“能当选工会副主席 ， 说明
公司对一线职工的关注和关心。
我将竭尽全力履行职责， 把一线
职工最关心、 最迫切的问题表达
出来。” 关改玉说。 她积极参与
工会 “知心大姐” 服务站组建活
动， 当好职工的 “大姐” 和 “娘
家人”， 并将职工关心的大事小
情记了厚厚一本。 2016年， 公司
一名职工与三公司一名女孩通过
联谊步入婚姻殿堂， 但是二人分
隔两地， 聚少离多。 关改玉知情
后积极协调， 在集团和双方公司
支持下， 让这对夫妻在该公司合
肥地铁项目 “落户” 扎根。

“办一件实事只能帮助几个
人， 但推动职工管理制度优化能
让全体职工都受益。” 关改玉积
极开展职工提案征集， 共征集职
工各方面提案30多条， 经整理最
终形成8条。 她利用参加中铁十
七局、 中国铁建职代会的机会，
将这些来自最底层的 “声音” 一
一传递。

2016年， 该集团出台了职工
带薪休假制度， 领导也深入工程
项目， 送上关爱和温暖， 激励职
工干事创业。 “企业让我们更有
价值认同感， 我深感自豪。” 关
改玉感慨。

时隔八年重操理发剪服务官兵

———记中铁十七局集团铺架分公司探伤工关改玉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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